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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21世纪的中国地缘外交中, 处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东南亚外交。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整体关系达到高度稳

定和高度互信的状态, 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今天, 内政中有外交, 外交中有内政的观点已为

世人所公认, 而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证明, 传统意义上的内政和外交的边界更加模糊化。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大国合

作趋势, 有可能使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失去效用, 中国应该积极地推动大国关系与东南亚关系的和谐双赢。在东亚一体

化的过程中, 东亚大国和东南亚之间只有建立完全平等、互不从属基础上的合作, 才能使东亚一体化朝着健康、积极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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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 inaps d ip lomacy tow ards SoutheastAsia shou ld be the key to its geopo lit ical d ip lom acy in the 21st cen2
tury. On ly as the overall re lationship betw een Ch ina and SoutheastA sia does rem ain more stable andmore mutual2
trustfu,l the surround ing env ironmen t o f Ch inaps peacefu l development w ill be fully secured. Today, it is getting

more andmore difficult to d istingu ish the trad itional dom est ic a ffairs from foreign policy, w hich is also proven by the

re lation o fCh 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betw een great pow ers as a result of the g loba l f inanc ial tsunam i

canmake SoutheastA sian equ ilibrium strategy among b ig countries less effective, so Ch ina shou ld catch the oppor2
tun ity to promote w in2w in foreign po licy betw een Ch ina and Sou theastAsia.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 ion o fE ast

A sia, the great pow ers o fE astA sia and SoutheastA sia shou ld establish complete ly equa l and non2subordinat ive co2
operation, so as to make the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 deve lop healthily and active ly.

一  引  言

国际政治常常是需要用逆向思维才能真正地理

解其内在本质的。比如在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 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与东南亚的关系

却相当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我们自

身而言, 按照现代外交方式和世界打交道, 中国尚

缺乏经验。中国在和世界交往, 特别是和东南亚国

家交往时, 曾经使用完全出于善意但客观效果不好

的意识形态手段等不恰当的方式, 引起了东南亚国

家对中国的诸多误解。就外部因素而言, 帝国主义

者和殖民主义者本来就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独立与崛

起, 把中国广大的邻国作为遏制新中国的工具, 破

坏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成为他们的核心任务, 新中国

现代外交的短暂的 /茫然 0 也就为外部仇华势力
挑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机会。

今天, 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剧变和重组、中

国综合实力增强的前提下,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所处

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同时, 随着中国

现代外交经验的积累和外交政策方向的调整,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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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找到了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之道。正如关注中

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人士所指出的, /中国国力的增
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使东南亚看到了与中国改善

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的必要性。虽然在开始阶段有

所顾虑和彷徨, 但对现实利益的重视和追求, 使东

盟国家外交战略家的视线逐步由西方转向中

国。0 [ 1]
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

机制, 与东南亚建立起了复合的相互依存关系, 但

是由于东亚区域外大国如美国的破坏性制衡和某些

东亚大国如日本的破坏性干扰, 以及中国与东南亚

之间还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能解决的领土争端问

题,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还远未达到紧密的相互依

存的程度。由于东南亚国家大多为小国, 其生存与

发展很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左右。比如, 西方国家反

复向东南亚国家灌输 /中国威胁论0, 东南亚国家
对此往往宁可信其有, 从而导致形成中国对东南亚

真心倚重, 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无端恐惧的不对称

关系。因此,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发生传统安全

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就必须加大各种资源的

投入, 使潜在的不稳定和冲突性的问题消灭于萌芽

状态。如果对自身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问题都

未能解决好, 中国也就无法走出地区性大国的窠

臼, 甚至可能会因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

而造成内部混乱和国家分裂, 从而导致未盛而衰的

悲剧性结局。

中国只有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 去建构与周边

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才能把在地理、

历史、文化等方面与中国相互依存度最直接和最紧

密的东南亚地区建设成为确立中国全球性大国地位

的地缘政治核心支柱。

二  把东南亚外交摆在中国地缘外
交战略之首

为什么要将东南亚外交摆在中国地缘外交战略

之首? 首先是出于整合、优化中国与东南亚安全关

系之需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冷战的结束和
-9# 11. 事件的发生, 都未能成为南亚 (主要是

印度 ) 甚至东南亚, 或东亚 (主要是中国 ) 安全

关系改变之动力, 如果说有变化, 也只是量的积

累, 还未能实现革命性的突变。0 [ 2]
从全球范围来

看, 欧洲的安全关系构建最为成功, 北美的安全关

系也优于亚洲, 亚洲充其量好于非洲和阿拉伯地

区。欧洲和北美安全关系的构建之所以比较成功,

最主要是因为大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主导作用。

第二, 调整中国地缘政治战略重点的需要。冷战结

束以来, 中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全方位外交战略, 既

重视亚洲外交, 也重视欧洲外交, 同时非洲外交也

是重点。所有这些外交举措, 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

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 全方位

外交也暴露了一些缺陷和矛盾。中国与东南亚的关

系虽然大为改善, 但尚未达到质的飞跃。东南亚总

体上还是把权重放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上,

也就是说, 东南亚在高端政治上更加依靠美国而不

是中国。亚洲的一些学者也认为: /随着美国以乐
于助人式的方式 ( accommodative invo lvement) 参

与到东南亚事务之中, 即使中国在东南亚颐指气

使, 旁若无人, 东南亚国家的地区主义也将向更加

积极的方向发展, 其受益的范围不再只限于消除恐

怖主义和保障海事安全方面, 而将广泛得多。0 [ 3]

据说, /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美国的
力量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下降趋势 0, 他们 /期待美
国能够防止中国在本地区的任何实质性扩张 0, 否
则, /一个势不可挡的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就更加
可能了0, 在那种情况下, /东南亚将不可避免地
发现自己的后院出现 -大中国 . 之局面 0 [ 4]

。第

三, 与中国谈得上真正友好的东南亚国家不多, 缅

甸虽算得上是一个, 但中缅关系也是西方国家最

/关注0 和最想分化的双边关系。中国常常因缅甸
内政的所谓 /制裁 0 和 /独裁 0 而受到西方国家
的指责, 他们以冷战思维完全没有根据地揣测中缅

关系对印度所谓的地缘政治威胁等。比如美国军方

学者劳伦斯 #格伦特 ( Law rence E1Grinter) 就说:

/北京的广泛安排及其与仰光、河内的政治、安
全、经济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特别重要。缅

甸的动荡、腐败和不良发展检验着北京的耐心和中

共的机敏度。,,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在等待澄清
中国崛起之长期含义。0 [ 5]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大

卫#史腾柏格 ( Dav id I1 S teinbebrg ) 也说: /中国
在缅甸显然存在强烈的地缘政治利益, 因为缅甸能

够提供给中国进入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 并经由

缅甸到中国西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 而中国西南

省区生产商品则大量涌入缅甸。印度尽管对中国表

现很友好, 但也把崛起的中国与巴基斯坦、缅甸的

联盟视为潜在威胁。为了从侧翼有效包抄新德里,

中国通过对缅甸洪水般军事和经济援助、投资及数

量巨大的非法移民, 似乎已经达到包围脆弱的印度

之目的。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入到缅甸的信贷和财富

领域, 有人估计, 曼德勒市以北的腊戍市, 50%成

了中国云南人的天下。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指

出, 曼德勒市本身是缅甸文化的重镇, 其人口的

20% 来 自云南。0 [ 6]
美国学 者唐纳德 # 柏林

( Dona ld L1Berlin) 也断言中缅的紧密关系对印度
的生存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 /中国在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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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搞军事设施建设, 以及牢固的军事关系、在

安达曼海的中国情报设施的存在可能, 所有这些都

给印度带来了极大的麻烦。0 [ 7]
很明显, 紧密和友

好的中缅关系对某些西方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眼中钉

肉中刺, 是他们必须想方设法拔掉的, 非如此不能

解他们心头之恨。

中国的地缘政治包括欧洲战略、非洲战略、美

洲战略等, 何者应优先? 笔者认为把东南亚战略放

在最优先地位的时候到了。中国应该努力追求东南

亚国家以互信为基础的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和同步

性, 努力追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紧密的相互依存关

系 (所谓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不但在经济上

建立紧密、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军事和国防安

全等高级政治领域也建立起平等且相互信任的紧密

的相互依存关系 ) ) ) 笔者注 )。在东盟 10国中,

对华政策导向差异较大。现任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亚

太安全中心研究员的丹尼 #罗伊 ( Denny Roy) 曾

经分析认为: /东盟作为一个组织, 使用两个保护

他们自身的基本战略, 以对抗强大的中国的支配:

接触和防范 ( engagement and hedg ing )。防范包括

维持与美国适度的防务合作, 这可以称为平衡中国

的低强度平衡。菲律宾和新加坡是公开表示这样做

的国家; 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则更加滑头、老道

地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 缅甸没有选择, 只能与中

国合作, 本地区其他搭 -中国彩车 . ( bandwag2
ons) 的国家, 只是和中国做生意。0[ 8]

从近 10年来

的情况可以看出, 菲律宾和中国的冲突最为频繁,

而中国和缅甸的关系最为稳定, 马来西亚、泰国和

越南与中国保持比较正常的关系, 但也时有一些冲

突。即使是中缅关系, 也存在很大的隐忧, 西方国

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利用之。这种情形如果向坏的方

向发展, 必然会使中国的周边环境陷入困境, 因此

有必要对此加大外交资源的投入。一方面, 努力巩

固中国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 集中解

决中国和菲律宾、新加坡之间阻碍双边关系良好发

展的高端政治难题, 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 使中国

和菲律宾之间潜在的爆发性问题得到解决, 使中菲

关系向前迈进一步。总的来说, 即在一个不长的时

间内, 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达到政治和经

济上比较紧密的相互依存的程度。

三  把内政问题视为外交问题

5管子 #霸言 6 曰: /邻国有事, 邻国得焉;

邻国有事, 邻国亡焉 0, 其意思就是, 邻国有事

变, 其相邻之国可以有所得, 也可以有所失。可见

中国古人已充分注意到了国家之间, 特别是邻国之

间 /利 0 与 /害 0 的高度相关性。中国传统的外

交思想之所以具有先进性,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外

交和内政联系起来观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而言尤

其如此, 许多内政的问题实际上都已演变为外交问

题。比如, 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完全是中

国的内政, 别国不能对此说长道短, 但是在全球化

时代, 权力因素和复杂的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 考

虑主权问题必须联系国际因素, 考虑国际因素也必

须联系主权问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

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台湾

三者的互动中, 我们应该看到, 东南亚不会公开和

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以挑战中国。这一点如台湾学者

林德昌所说的, /东南亚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和台
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地区, 因为东南亚在地缘政治上

和中国大陆接近, 东南亚国家倾向于屈服于北京的

压力; 对台湾而言, 要发展和东南亚的官方关系相

当困难, 因而, 每当台北实施其与中国大陆和那些

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通信0 (例如对外贸易、对外

直接投资、对外经济援助 ) 时, 政治和经济的因

素总是为决策者们萦绕心中。0 [ 9]
西方学者更是心

怀叵测地推断: /中国拥有的绝对的规模、临近东
南亚的地理位置、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东南亚在

古代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东南亚富得流油的华人社

区, 这些因素都造成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重新支配本

地区的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

代化, 在当代第一次引起这种可能性: 中国不久将

具备施加其进程于东南亚地区所需的手段。东南亚

一些观察家看到北京对台湾威胁使用武力, 则会推

测, 可能未来中国会同样地针对和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的东南亚国家。0 [ 10]
这种推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和毫无根据的, 但对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也

就是说, 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 把东南亚作为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是非常必要的。从海峡

两岸目前的互动情势来看,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严

重干扰, 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已经成为必然趋

势, 但如果万不得已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

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做好对东南亚国家的安抚工作,

以避免东南亚国家出现如 5墨子 #非攻 6 所描述
的 /赵氏朝亡 0、 /我夕从之 0 的错误判断。因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以非和平方式解决自

己的内政问题, 不可能发展到对东南亚国家也动

武。或者我们换个角度, 也不能因为台海关系稳定

下来, 我们就可心对一些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东

南亚国家采取强硬政策, 因为这样可能会把稳定下

来的台海关系又推回到不稳定状态。所以中国解决

自身的问题, 包括台湾问题, 都必须建立在小心再

小心、谨慎再谨慎的基础之上, 这不仅是内政上的

问题, 它也会在外交上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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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易经#乾6 告诉我们, /君子终日乾乾, 夕

惕若0; 中国古代先哲老子说过的 /治大国, 若烹

小鲜0 也是这个道理。今天, 中国的环境保护问

题和中国境内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问题, 都成为国

际争端潜在的冲突因素。按照我们的传统思维, 中

国在自己境内修建水利设施完全属于自己的内政范

围, 别国无权指指点点。但问题是, 有些问题是直

接和国际关系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不理不行。比

如, 面对湄公河的开发问题, 德国学者提出 /质
疑 0, 认为, /和人口与经济的增长相反, 中国的

水资源正在变得稀有化, 水的稀有和不均衡分配,

会导致国际性影响。0 [ 11 ]
时为哈佛大学博士生的亚

历山大 # 李伯曼 ( A lexander L iebman) 以中国在

湄公河的 /表现 0 为例, 否定中国学者 /和平崛
起 0 理论的真实性。他说, 中国所关注的从来都

是自己的 /国内利益0, 对中国来说, /国内利益
处于得失攸关之核心地位 0, 中国拒绝签署合作协
定和继续进行有损于湄公河下游的单边项目, 他们

从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使河岸国家 ( the riparian

states) 受益。在这些零和问题上, 中国并未像慈

善霸权 ( benevo lent hegemong) 那样采取行动。中

国 /所谓的双赢安排完全不具有现实性0, /中国
的行动和其所表达的高标准的思想并非是一回事,

他们并非代表对未来的慈悲行为作出一个可信的承

诺 0, 东南亚国家 /完全无法指望中国会为和平崛
起提供诸如无海盗海运通道或开放的贸易路线这样

的公共产品 0, 甚至在 /双赢 0 的问题上, /中国
绝对不会对其自身过度强大而东南亚国家严重示弱

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作出让步 0, 中国 /和平崛
起 0 理论将以其在这条河未来的表现为指示器
( indicator) , 中国会如何表现她的 /和平崛起 0?
在这些问题尚不显得十分突出的情况下, 中国都不

能兑现 /和平崛起 0, 而在中国 /人口继续增长,

经济继续发展, 大坝继续建设, 水的短缺和争端只

会进一步加剧 0 的未来, 就更不可能做到了
[ 12 ]
。

其实, 西方国家不少媒体对此所持的立场, 和李伯

曼非常相似
[ 13]
。

由此可见, 内政与外交的界限, 在中国面对其

邻国东南亚国家时, 呈现出越来越模糊化的趋势。

四  改变现状的时机与中国在东南
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在国际政治斗争

中学会抓住难得的时机。比如, 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 在日本

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 我国的战略

退却阶段便已完结, 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 0,

/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 万万不可打错主

意, 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0。这就是: 第

一, 坚持抗战的立场, 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 第

二, 坚持团结的立场, 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 第

三, 坚持进步的立场, 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
[ 14]
。

事实充分证明, 毛泽东对时机的把握和科学分析,

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规律和

决定性时刻。今天, 国际金融海啸对包括中国经济

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 但这也是中国重

新确立自己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的

最佳时机。毛泽东也很重视客观的国际政治形势所

产生的机遇, 他曾经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

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满地说: /据我看, 形势比

一些人强, 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 苏联

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 行不通

了。我们目前的方针, 还是帮助他们, 办法就是同

他们当面直接讲。0 [ 1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国

家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 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强大

起来会提出改变现状的要求, 因此在西方世界才有

将中国引入西方国家构建的 /国际体系 0 的姿态
和把中国改造成为西方国家认为听话的 /利益攸
关者 0 的思维, 以防止中国成为现状的挑战者。

而一旦中国对现状提出质疑, 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之行为。美国乔治城大学资深教授、东南亚问题专

家罗伯特 #沙特 ( Robert Sutter) 就说: /中国领导
人日益信心十足地大步迈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国

际舞台, 而一些美国决策者和分析家没有采取重

要、有效的行动加强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影

响。美国迫切要做的事情是, 中国的崛起必须要沿

着美国支持的、更加符合国际规则的建设性路径行

事。0[ 16]
很明显, 这不但是在 /提醒 0 美国, 也是

在向东南亚国家发出信息, 东南亚国家为了自身的

生存与安全必须把美国请进来, 作为制衡中国的重

要力量, 否则中国将快要 /控制整个东南亚 0,
/东南亚人民将要受苦了 0。他 /提醒 0 东南亚人,

中国进入到东南亚后, 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行为

/加以规范0, 中国将是一个 /无法无天的中国 0。
中国清楚地了解世界上这种近乎铁板一块的对华政

策趋向, 在相当长时期内, 可以说默认了 /中国
必须老老实实维护现状 0 的要求。但是中国的温
顺行为似乎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 因为此次全球

性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改变西方所设计的 /国际政
治经济制度 0 一贯正确的神话, 正是这个他们所

认为的雷打不动的 /国际规则0, 导致了百年不遇
的金融海啸。虽然欲死守这个旧得已经失去效用的

/国际规范 0 的力量仍然很强大, 但是要求对此进

行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 快要形成燎原之势。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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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增大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机制中的发言权

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毕竟, 欧洲的一些小国在

IMF和世行的投票权长期高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

/国际规范0, 不利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 更无

助于全球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走出来。更关键的

是, 这样一个旧秩序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和及时的改

革,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所能发挥的政治和经济作用

就很有限, 当然也会间接地对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带

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会意识到这样一个

事实: 如果中国确定将东南亚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

最核心区域加以投入, 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就更加

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另外, 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在全球金融

海啸之后处于明显的变弱之势。由于东南亚国家主

要由小国所构成, 它们的对外战略一般均醉心于大

国之间的权力制衡, 只有大国之间形成竞争态势,

东南亚才有机可乘, 从而达到利用大国矛盾, 谋取

自身利益之目的。正如美国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主任

沙图# P#利米耶 ( Satu P1 L imaye) 所指出的, 东

南亚国家 /欢迎确定的美中关系中的 -创造性紧
张 . , 因为这有助于两个大国影响力的竞争, 在这

样的逻辑下, 东南亚国家也欢迎另外的地区 -选
手 . 如印度和日本对这个地区作出贡献 0

[ 17]
。大

国战略平衡假设的前提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

旨在达到大国 /鹬蚌 0 们相争、而东南亚 /渔翁 0
得利之效果。

很长时间以来, 大国之间在很多地区的利益确

实是冲突性的, 尤其在东南亚地区, 所以东南亚国

家的 /不让某一个大国独占 0 东南亚的思维是有
根据的。因为大国之间为获得东南亚的钟爱, 会纷

纷把资源投入到东南亚, 谁出手大方, 谁就会确立

相对优势, 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东南亚从大国手中取

得倍增的利益, 何乐而不为? 但是, 随着全球化的

迅速加强, 大国之间的协调也在加速发展, 尤其是

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 大国间协调的

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甚

至提出由中美主导世界事务的 / G220 构想¹。但

这一观点一出笼即遭到质疑: /如果只是单独地由
华盛顿和北京面对世界问题, 注定是要失败

的。0 [ 18]
全球义务确实不能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

中国也决不能一强大就和美国联合起来搞霸道, 但

这并不排除中美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若干重大

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假如中美真的可以在重大核

心问题上达成共识, 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思想还能行

得通吗? 很明显, 无论中美两国能不能成为 / G2
20, 中美都会就诸多问题举行不定期会晤, 磋商

合作以解决两国之间甚至全球性的矛盾与摩擦问

题, 这样一来, 也就不存在东南亚利用中美矛盾,

从中得到大国之间相互制衡所带来的好处了。奥巴

马内阁重臣、国务卿希拉里最近一些关于中美两国

在亚太地区乃至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的有针对性的

表态很耐人寻味。她说: /作为亚洲社会的成员,

中国是何等的重要和不可缺少! 因此美国必须和中

国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 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

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大。在过去经济增长的 20年

中, 我们和中国的相互经济联系显而易见, 在目前

经济艰难的时期, 面对一系列的从核安全到气候变

化, 再到传染病等等的全球挑战, 美中两国更应该

加强合作 0, /现在有人相信, 崛起的中国必然是

敌人, 正相反, 我们相信美中两国能够从彼此的成

功中受益并相互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 美中努力

在共同关注的领域和共同的机遇中加强建设, 这符

合美国的利益。0 [ 19]
从美国首席外交官的对华表态

可以看出, 今天的中国随时都可以和美国磋商包括

东南亚问题在内的全球事务, 这样一来, 东南亚依

靠 /大国平衡 0 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也就派不
上用场了。

在大国因素中, 最为敏感的问题主要是军事和

国防力量的演变。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存在领土

争端问题, 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肯定会使东南亚国

家以及自命为东南亚安全和利益的保护者的美国大

为紧张和 /不安0, 特别是如果中国也将大国因素
引入东南亚, 就更为美国所担心。有西方学者曾经

担心, /人们似乎确认了可能会形成 -莫斯科 ) 北
京 . 轴心的警示, 这里有很明显的军事需求, 俄

罗斯似乎热心向中国供应其所需要之武器。另外,

这些合作无疑将改变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台湾海

峡区域中的关键利益, 中国军事能力在关键地区哪

怕是丝毫的升级, 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以同样的方

法回应都会增加额外的负担, 如果中国的能力得以

提高, 战略环境就不再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这将是相当棘手的问题。0 [ 20]
今天看来, 十多年前

西方学者的看法虽然极其武断, 但也说明了一些问

题。如果从恶性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国也有自己的

杀手锏, 比如把俄罗斯因素引入东南亚, 这样一

来, 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就成为东南亚的自虐行

为。当然这和中国讲诚信、行王道的独立自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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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布热津斯基说: /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 ( G2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 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
系那样。因此, 我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应定期进行非正式会晤, 就我们的双边关系乃至整个世界进行面对面的深层次讨论。所有这些都在
政治和哲学层面指向一个雄心勃勃的方向 0, 见 Zb ign iew B rzezinsk,i / The G roup ofTwo that cou ld C hange theW orld0, Jan114, 2009, F inance
tim es.



平外交政策不相符, 中国也绝对不会这样做, 但中

国要向东南亚国家说明不会这样做的理由, 这是其

一。其二, 这也说明中国和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

高端政治发展还相当有限。比如, 中美防务外交虽

也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合作水平还不高, 交流

也不稳定, 并常常因美国的非理性行为而中断。但

毕竟中美的防务外交在发展之中, 而且考虑到中国

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促进东南亚的更加繁荣与更加安

全上, 中美两国应该建立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更加

高级和更加频繁的交流与合作。

五  尊重东盟的独特地位

5易经#乾6 说, /亢龙有悔 0, 它提醒无论是
人, 还是国家, 如果因为有些许的成功就骄傲自

满, 必然是要后悔的, 今后肯定会遇到麻烦。 5易
经 #谦 6 更对谦虚进行高度哲学化的论述: /天道
下济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 地

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 人道恶盈而好

谦。0 美国软实力近年来处于急剧下降的趋势, 正

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杰弗瑞 # 威兹曼
( Geo ffreyW iseman) 撰文指出的, 美国特别是自小

布什时代以来, 严重忽视了 /武力只是作为最后
的手段, 透明度、持续的对话、多边主义、谦恭 0
等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外

交文化
[ 21]

, 可见 /谦让 0 或者 /谦恭 0 已经是为
正反经验所证明了的国际政治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道

德文化。5道德经 6 第六十一章, 以外交哲学的思

维专门、精辟、形象、深刻地论述大国和小国之间

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借重的关系。它说: /大国者下
流, 天下之牝, 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 以静为

下。故大国以下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0, 这对理解今天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
系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中国是大国, 应该放下

架子, 这样天下才会像河流一样, 汇集到中国宽广

如大海的胸怀之中。如果大国无欲无求, 就会自然

而然地得到小国的信任, 所以为大国者应该谦逊。

同样, 小国对大国谦让, 大国也会真心地信赖小

国。中国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实际上和

5道德经 6 的思想完全一致。无论用 5道德经 6 的
思想, 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理解中国和东南亚

国家的关系, 都不可能得出代表东南亚的东盟能够

领导中国或者中国作为大国要以强权政治的方式领

导东南亚的结论, 中国和东盟的地位完全平等, 也

和每一个单独的东南亚国家地位平等, 而且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相处的哲学和道德基础都应该是在保证

对方领土主权完整基础上的相互 /谦让0 和相互
/尊重0。

在亚洲的一些学者看来, 目前的中国已经是很

不谦虚的国家了。他们认为, /东南亚国家也许对
日益独断专行的中国领导层 ( assertive Ch inese

leadersh ip) 已经感到很不舒服, 而中国的不谦恭

行为可能由如下几个方面构成: 迫切要求在合作规

范方面的改变、在进程设定方面的限制性立场、排

除非亚洲国家参与的排他性手段。0 [ 22]
目前, 中国

学术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大国、强国, 东盟

无权力领导东亚的一体化, 能担当领导东亚一体化

的力量非中国等东亚大国莫属。这作为学术观点,

当然无可厚非, 但如果作为国家正式的对外政策,

那就成问题了。澳大利亚驻克罗地亚前大使尼尔 #
弗朗西斯 (N eilFrancis) 也主张东盟领导东亚一体

化。他说: /东亚国家需要本地区发展不依赖于美
国参与的集体安全战略。谨慎的方式告诉我们, 东

亚国家需要利用最近开幕的东亚首脑会议发展一个

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作为东亚联盟 ( E ast A sian U2
n ion) 实现的第一步, 确定强有力而有前瞻性的东

盟领导才是符合实际的。东盟将与东亚首脑一起工

作, 但东盟要保持领导地位, 就要防止东亚共同体

被建设成为作为 /东盟 + 30 之一的中国可能占优
势, 或者为 16个东亚国家所控制, 这种模式会使

其中有些国家感到, 这会引向一个不受欢迎的

/西方0 进程。东亚共同体能否出现, 取决于东盟

的领导能力是否充分体现出来。0 [ 23]
应该承认, 弗

朗西斯的观点具有进步性, 因为他明确否认包括美

国在内的国家对东亚事务的所谓领导地位, 但是他

认为东盟是领导者的观点, 也是不能认可的。因为

作为小国集团和小国联盟的东盟, 要领导和带领大

国, 必将面临折足覆餗的尴尬局面。东盟无力承担

领导责任而让其担当此不必要之重任, 并不见得是

对东盟各国负责任的表现。

笔者关于中国与东盟互为领导不能成立的观

点, 并不表示不尊重东盟独特的地位。东盟各国在

不侵犯他国主权的前提下决定自己的事务时, 中国

应该给予完全的尊重, 而且中国将永远不会将东南

亚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来经营, 中国永远尊重其任

何正当的选择, 不干涉东盟与别国打交道或发展政

治经济文化关系。中国要努力适应 /东盟 + 中国 0
机制的途径, 也要努力寻求发展中日韩三国合作机

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坚持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

但绝不谋求将其发展为控制东南亚的大国联盟。

六  结  语

在中国的外交棋局中, 东南亚可以说是最为重

要的一子, 因为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地缘政治

区域。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接壤, 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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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安全的关联最为紧密, 这就要求中国必

须把东南亚外交放在首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新

中国 60年来的东南亚外交一直受到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的阻碍, 当然建国后中国对现代外交适应过

程中的经验不足, 也使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政策缺少

稳定性, 一度还非常紧张 (比如在 20世纪 60年代

到 70年代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总体上虽然在

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潜在的高级政治与安全方面的

问题还很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利用东南亚遏制中国的能力将有所减弱, 中国

和东南亚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的客观形势在加强,

甚至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强。中国应充分利用

这一时机, 全方位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 使 21世

纪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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